
马克思认为：“军队不生产谷物，但生
产安全。”地方生产“谷物”，但有赖于安全。

近年来，改善和保障民生成为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抉择，民生工程也成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的强大引
擎。这一时代命题，给生产力和战斗力建
设的戮力前行赢得重大历史机遇。

习主席强调，实现强军目标，必须同心

协力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
值得关注的是，受长期和平环境影响，有些
地方在推进民生工程中，尚未打破自家“一
亩三分地”思维定式，算经济账的多，算国防
账的少；考虑地方冷暖温饱的多，聚焦战场
操场的少；体内运转的多，体外循环的少。

民生工程连着国防建设。畅通出
行难、军转干部安置难、住房保障难、军

属就业难等看似市场中的问题，其实紧
紧关乎战斗力建设。人民军队作为改
革发展成果的保护者和参与者，也应该
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共享者和受益者。

依托民生工程推进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首先要带着对战斗力建设的强烈
责任感和对万千将士的浓情厚意，从稳
军心、鼓士气、励斗志的政治高度，倾听

关注他们的所思所盼所难；其次，要在生
产力与战斗力之间实现信息互通、资源
共享、良性互动、融合发展；第三，应紧紧
依托投入巨大、规格庞大的“民生工程”，
规模化、长效化解决官兵切身利益问题，
使战斗力建设从生产力建设中汇聚磅礴
力量。这既是实现军民深度融合的有益
探索，也是相得益彰的强军惠民之举。

民生工程连着国防建设
□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吴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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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工程助推战斗力提速

郑州是全国公路、铁路、航空兼具的
综合性交通中枢，素有战略“咽喉”之称。

同许多大中城市“成长中的阵痛”一
样，道路拥堵也日益成为郑州市的“咽
喉”之忧。伴随着风起云涌的城镇化发
展浪潮，昔日的郊区乡野，如今已熙熙攘
攘。市场包围操场，叫卖声掩盖了喊杀
声，部队机动速度时常“梗阻”，部队机动
的脚步跟不上打仗铁流……

3 年前，上级不打招呼临机拉动驻
军某部。短短 6 公里道路上塞满人流、
车流、物流，官兵被堵了 40 分钟！堵的
是路塞的更是心——兵贵神速，时间就
是战机，这样的道路交通情况，战时怎么
办？官兵心急如焚！

在随后实施的畅通工程推进会上，
郑州警备区司令员尚守道语重心长地
说：“昔日打仗大吃小，如今快吃慢。我
们决不能为战斗力添堵！”

郑州市为改善道路通行，在全国首
创开通双环线 BRT，实施中心城区 188
条支线路网打通工程，新改建新型城镇
化县域道路 3408 公里。在推动畅通工
程中，市军地领导们没有忘记国防考量。

为保障部队快速机动，他们提出打
造“2 小时交通动员圈”，近 3 年来，警备
区联合地方相关部门将部队机动需求纳
入畅通工程布局，将担负作战任务的驻
军营门连接高速公路、直通铁路装载点，
修建双向八车道的高等级公路，在京广、
陇海铁路沿途、国际航空港区内建造 6
个重型装备和物资装运平台，“四纵五
横”高速公路网沿线服务区都预留部队
装备停靠、补给位置，为部队机动搭设
快速通道。

全国首个军民融合式应急投送保
障基地落户郑州后，他们依托郑州市丰
厚的经济、人力、科技资源，交通动员潜
力数据库汇集交通运输、油料物资等数
据上千组，半小时内即可通过信息网络

快速配置。依托物流中心建成16个大型
军民通用器材装备储运保障基地，建立
23支保交护路和道路抢修专业分队应急
保障。

去年 7 月，济南军区成建制组织轻
型机械化部队联合投送空运演练，某师
92 轮式步战车等主战装备，通过新郑国
际机场调配的波音747-400型货机快速
装载完毕后，1 小时 15 分钟投送到山东
某机场，比公路输送提高近20倍。

前不久，参加实兵对抗演练的驻豫某
部远程机动，万人千车途经郑州。时值上
班高峰期，市区多条主干道车行缓慢。郑
州警备区接到上级命令后，立即启动交通
动员应急预案，不到半小时，900余警力和
36支民兵应急分队抵达40多个路口设卡
疏通分流，保障部队快速通过市区。

人才工程与未来战场对接

人才就是生产力！中原经济区建设
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后，郑州作为核心城
市，对高科技人才的呼唤空前强烈，需求
空间陡然增大。

人才是战斗力！狂飙突起的沙场铁
流中，“信息流”成为主流，驻军对人才渴
求同样迫切。

几年前，郑州市军地领导带领慰问
团到某部走访慰问时，拉着两大车冰霜
空调、鸡鸭鱼肉来到某部慰问官兵。

没想到，官兵们对这份“厚礼”却兴
奋不起来。该部领导道出缘由，现在部
队不缺餐桌上的美味，缺的是上战场的
信息化人才。

某防空旅政委王信民说：“信息化、
数字化武器装备大量配发，某新型主战
装备列装后，旅里要抽20名自动化控制
专业的干部参加操作培训，把花名册拨
拉两遍，挑出来的还不到一半。”

近年来，郑州市大力推进人才强市
战略和城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
设，这两项“智慧工程”也是加快新型都
市区现代化发展的重大民生工程。他们

发挥郑州市高校多、科技和教育资源丰
富的优势，组织部队与郑州大学、河南工
业大学、郑州航空学院等 6 所高校签订
育才协议，围绕战场急需、打仗必需、岗
位素质所需等信息化知识，每半年选派
一批官兵到院校轮训，重点学习数据库
开发、网络工程、信号分析等信息技术知
识，协调院校和9个科研院所、16家高新
企业建起适合官兵训练的实验室、模拟
室、软件资源库、网络数据库，打造对接
未来战场的“信息化课堂”。

军地联袂打造的“人才高地”上，各
类精英才俊呈现集团化生长态势。今年
10 月，某新型主战装备列装某团，实弹
演习中，新装备频遭“敌”高强度干扰，无
法捕捉目标，郑州大学４名遥感、光学博
士迅即奔赴阵前，利用最新抗干扰技术
避开了“敌”方干扰，打下“开门红”。

博士、硕士走进演兵场，如今已不再
是新闻。郑州市市长马懿介绍，该市在
人才强市工程中有明文规定，高新技术
专家优先向部队倾斜;信息化项目优先
让部队共享，科技创新成果优先服务战
斗力一线。记者在警备区作战值班室看
到，只要在“军民通用人才预征管理系
统”输入指令，数小时内，星散全市的
132 名博士、硕士，2200 余名通用人才即
可实现“民转军”。

安居工程让官兵建功军营

几年前，一部电视剧《蜗居》引发收
视狂潮，引发社会共鸣。郑州市的军地
决策者们走访部队时，官兵对后院、后
路、后代问题上的担忧，犹如《蜗居》的现
实版，深深震动他们的心。

面对这一“蜗居之困”，军地领导们
也挺尴尬：尽管住房保障在驻军利益需
求中最现实、最紧迫，可军队经济适用住
房受多种因素制约，难以满足官兵需求；
而郑州市常住人口将近1000万，土地资
源稀缺，房价涨幅较大，大大超出官兵购
房能力，保障房建设又“僧多粥少”，“住

房难、购房贵”长期困扰驻军官兵。
作为经济发展成果的保护者，驻军官

兵最应当享受住房保障这块“大蛋糕”。
郑州市房管局局长李德耀介绍，安居工程
在郑州市十大民生工程中居首，近年来每
年投入5万余套保障性住房，借助这一东
风，市委、政府专门出台文件，明确规定驻
军官兵住房全部推行社会化保障，只要
符合随军条件且夫妻双方均未参加军地
房改房分配的军官、文职干部、三期以上
士官和军队职工、离退休干部、伤病残军
人，均可向地方申请保障性住房，优先购
买，并享受国家有关税费减免政策。每
年按全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总量 5%至
10%的比例为驻军提供房源，满足他们
3000 套左右的安居用房需求，解除了官
兵“蜗居”之忧 。

在新疆某部服役的边防干部李可
学，就是郑州市安居工程的直接受益
者。这位戍边21年的“老边关”，做梦也
没想到能在寸土寸金的省会郑州买套住
房。专为现役官兵新建的经济适用房小
区“军安城”开盘时，他低于市场价近1/3
的价格购买了一套两居室，全家人都很
兴奋，支持他继续献身国防。

既让现役官兵“安居”，更要让他们
复转后“乐业”。郑州是军转安置大市，
每年接收军队转业干部1300余人，仅团
职就达 100 多人，占河南省近一半。郑
州市在实施“就业工程”中把军转干部安
置作为引进人才、补充干部的重要途
径，纳入全市干部培养使用的大盘子。
郑州警备区政委刘贵新介绍，该市探索
创新出“功绩制量化积分”军转干部安
置考核模式，按照军转干部在部队任职
长短、军龄早晚、立功等级等要素，量化
打分、站队排序，自主选择去向，两年来
将 118 名正团职军队转业干部全部安排
到副县（处）实职领导岗位，在军内外产
生良好反响。

军转干部是人才，退伍士兵同样是
财富。为破解退伍士兵工作安置难、发
展空间窄问题，该市及时调整基层政权
建设用人思路，从退伍军人骨干中大规
模组织“退伍兵当村官、进社区”活动，3
年来选拔472名优秀转业退伍军人和民
兵骨干进入乡镇（街道）和村支（社区）两
委领导班子，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带领群
众发展经济，先后有52%受到表彰。

郑州市在依托民生工程解决部队
打仗需求的探索实践中，凸显出良好的
政治、社会和军事效益，取得多重良好
效应。前不久，警备区政治部对 150 名
郑州籍官兵问卷调查显示，他们普遍认
为此举激励了军人、稳固了军心，温暖
了军属。
（原载12月12日《中国国防报》一版）

强军惠民的中原大手笔
——河南郑州依托民生工程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纪事

□王家和 马昕

我国辽阔恢宏的大版图上，河南
郑州居华夏腹地，扼九州通衢。
伴随强军兴兵的铿锵步履，郑州
军地在能打仗、打胜仗这场时代
赶考中，依托道路畅通、基础教
育、住房及就业保障等10项重点
民生工程建设，推进国防建设与
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郑州市连续
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6连冠、
“河南省双拥模范城”8连冠。

编者按：12月12日，《中国国防报》一版头题刊发“强军惠民的中原大手笔”长篇通讯，从畅通工程助推战斗力提速、
人才工程与未来战场对接、安居工程让官兵建功军营三个方面，报道郑州依托道路畅通、基础教育、住房及就业保
障等10项重点民生工程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经验和做法。同时，在“领导声音”栏目中刊发河南省委常委、郑
州市委书记、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吴天君“民生工程连着国防建设”的署名文章。本报今日予以转载。


